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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白俄罗斯局势下一步的发展取决于哪
些因素？ ?卡申科能否渡过难关，保住政权？

答:目前，白俄罗斯局势处于僵局之中，未

来如何演变则既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博弈结

果， 也取决于外部力量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
的博弈结果。

在白俄罗斯国内， 反对派要求卢卡申科

下台，重新举行大选。 卢卡申科则态度依然强

硬，表示不会下台，最多可以考虑修改宪法，

改变政治权力结构， 在新宪法通过之后才能
考虑举行新的大选。 为防止西方可能的军事

干预， 白俄罗斯政府还宣布举行多地的大规
模军事演习， 白俄罗斯政府军开赴各个边境

地区。 目前白俄罗斯国内的强力部门基本上
还保持着对卢卡申科的支持， 反对派则在动

员民众方面享有优势， 但反对派目前并没有

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也没有众望所归的

领导人， 民众的大规模行动主要还是通过网

络社交工具进行的。 虽然在互联网上反对派
的声势远远超过卢卡申科， 但是网络声音只

代表话语权的多少， 并不能全面反映政治实
力对比情况。

从外部情况来看， 虽然俄罗斯和美欧都

十分看重白俄罗斯的地位及白俄罗斯政治较
量的结果， 希望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演变。 但由于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非常特殊
时刻，疫情蔓延，经济滑坡，社会矛盾激化，各

国都面临非常棘手的内部问题， 很难像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时期动用各种资源直接进行干

预。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也使得双方都明白对

方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战略底线。 美欧意
识到强力支持反对派迅速推翻卢卡申科政权

必然引起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干预， 而美欧并

没有白俄罗斯直接与俄罗斯军事对抗的意愿

和能力。 俄罗斯也意识到，立即军事干预白俄

罗斯政局必将引起美欧强烈反弹， 由于美欧
的严厉制裁而步履维艰的俄经济状况将更加

困难，在国际政治上也将更加孤立。 美欧的底
线是不能允许卢卡申科使用武力强行恢复之

前的秩序， 俄罗斯的底线是不能允许出现一
个投靠西方的白俄罗斯， 双方都处于投鼠忌

器的状况， 卢卡申科是必须立即下台还是必

须继续执政倒并不是双方考虑的首要问题。

只要俄罗斯与美欧暂时不能下决心全力干

预， 白俄罗斯国内对立双方暂时也都无法取
得对对方的政治优势，类似于委内瑞拉的“两

个政权”并存局面就将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至
于卢卡申科总统的个人地位和未来， 并不仅

仅取决于白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博弈， 很大程
度上还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如何维持彼

此间的战略平衡。

任期再创纪录难掩安倍执政隐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去年 11?打破累

计在任时长纪录后，24日又打破连续在任时
长纪录，成为无可争议的日本史上“最长命”

首相。然而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继
续低迷。

日本舆论认为，安倍能长期执政，主因是
他能领导自民党在历次国政选举中屡战屡

胜。不过，这位“长命”首相尚未留下太多政治

遗产，近来还因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等问题备
受批评，未来他将如何谢幕充满悬念。

尽管安倍拿到了“最长命首相”的头衔，
但日本舆论对他政绩的评价却是“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政治遗产”。

内政方面，安倍最大的夙愿是修改和平

宪法，摆脱“战后体制”。虽然他在为日本军事
松绑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如修改“武器出口三

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安保相关法案
等，但在修宪方面进展有限，也没有得到国民

的广泛支持。
经济方面，安倍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推行“安倍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日本经济，但随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抬头，全球化遭遇寒流，依赖出口的日本经

济受到打击，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又使日本
经济雪上加霜。

外交方面，安倍一度大力开展对俄外交，

试图解决领土争议并签订日俄和平条约。他

还曾试图打破日朝关系僵局，解决所谓“绑
架”问题。但这些努力均未取得实际成果。

原定于今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本可成为
安倍的一大政绩，但受新冠疫情影响，东京奥

运会已被推迟到明年，而最终能否举办仍是
未知数。

安倍在长期执政中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安保相关法案、
“共谋罪”法案等遭到民众反对，森友和加计

学园、“赏樱会”等一系列丑闻也使安倍政权
面对强烈质疑。

今年 5?，因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等原因，

安倍内阁支持率在部分民调中一度跌破 30%

的危险线，此后一直“低空飞行”。鉴于当前日
本疫情进入第二波高峰，暂时看不到缓解迹

象，安倍支持率短期内恐难有大幅回升。
身体状况也是近期困扰安倍的一个大问

题。他在本? 17日、24日连续两次到医院检
查身体，再加上此前各种迹象，日本舆论普遍

猜测安倍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由于安倍第一

次任首相时就是因宿疾恶化而突然辞职，他
的健康近况成为日本政坛密切关注焦点。

安倍的第三个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明年

9?结束，党内原本有支持修改党规让安倍
“四选”的声音，但日媒认为，安倍的健康问题

使这种可能性基本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安倍
将以何种方式“谢幕”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分

析人士认为，安倍即使不寻求连任，也会做好

安排以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 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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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理事 张耀

近来，白
俄 罗 斯 局 势
持续动荡，部
分 民 众 质 疑
大选结果，与
此同时，西方
国 家 频 频 向
白政府施压，那么，作为白俄
罗斯亲密盟友的俄罗斯如何
应对？白俄罗斯局势将如何
发展？本版编辑特请专家做
详细分析。

张耀

    问: 此次白俄罗斯大选结果
为何受到质疑？ 民众的主要诉求
是什么？

答:8月 9日，白俄罗斯举行
新一届总统大选， 白俄罗斯官方

宣布从 1994年就担任白俄罗斯
总统至今的卢卡申科在选举中获

得 80%以上的选票第六次当选白
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一公布，在

白俄罗斯就开始引起各种不满。

白俄罗斯的反对派认为选举中存

在大量虚假投票和任意计票等作

弊行为， 随即在白俄罗斯各地组
织了多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8月

23日，示威民众还包围了白俄罗
斯总统府， 卢卡申科总统全副戎

装手持 AK自动步枪乘坐直升机
转赴其他地点。

白俄罗斯此次选举之所以引
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是白俄罗斯

社会各种矛盾多年积累的反映。

1994 年卢卡申科成为白俄罗斯

总统以后， 白俄罗斯的社会经济
发展在前苏联国家中相对比较稳

定，经济增长一度达到 2位数，这

也成为卢卡申科长期执政的主要
基础。 但是卢卡申科的长期执政

尤其是白俄罗斯国内反对派认为
其还有培养自己小儿子当接班人

的趋势也引发了一些不满情绪。

今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白俄罗斯
而言犹如一次黑天鹅事件， 由于

卢卡申科政府出于保持经济运转
的需要对疫情并不十分重视，甚

至一度戏称疫情为 “新冠神经
病”，白俄罗斯的各种经济活动和

公众活动都没有受到限制，5月 9

日的胜利纪念日阅兵也照常进行。目前，不

到一千?人口的白俄罗斯的确诊病例已经
超过了 7?例， 开始对白俄罗斯经济和公

众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民众对卢卡申科政
府的不满也日益增长， 因此此次大选前卢

卡申科的声望已经大幅降低。

    问:西方国家为何要频频向白俄罗斯政府
施压？ 有何具体动作？

答: 自从卢卡申科担任白俄罗斯总统以

来，总体而言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并不顺利，尤
其是近年来美欧一直就白俄罗斯的所谓民主

人权问题对卢卡申科和白俄罗斯进行指责并
实行各种制裁措施。 此次选举后，白俄罗斯局

势立即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一系列举措。

首先是美国、 欧盟都宣布不承认选举结
果，指责白俄罗斯政府对示威民众“过度使用

暴力”，向卢卡申科政权施加各种压力。 波兰
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提议在白俄罗斯建立一

个全国委员会， 以推进当局与反对派之间的
对话。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3日表示，有必要

在国际观察员监督下举行新的白俄罗斯总统

选举。 8月 19日，欧盟国家领导人举行视频会
议讨论白俄局势， 重申欧盟 “不承认选举结

果”，要求白俄罗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非法
被拘人员， 保护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人士的

人身安全， 对所有滥用武力的指控进行全面
和透明调查。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还宣布，

欧盟将对白俄罗斯“相当数量”的个人发起制

裁。

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大选刚刚结束后立即

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对卢卡申科施加各种
压力， 很大程度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矛盾相关。 白俄罗斯位于俄罗斯和北约国家
及欧盟国家之间， 是俄罗斯面对西方集团的

重要缓冲地， 如果白俄罗斯能够像乌克兰一

样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将根本改变俄罗斯与西
方的地缘政治态势， 俄罗斯将处于更加孤立

与不利的战略态势。 西方一直认为卢卡申科

和普京一样是一位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权威
领导人， 白俄罗斯又与俄罗斯保持着十分紧

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 一直在谈判中的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被西方认为

是俄罗斯企图恢复前苏联帝国版图的企图。

因此，像在乌克兰一样推进颜色革命，将白俄
罗斯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剥离出去一直是

西方不少战略精英的选择之一。 此次白俄罗
斯总统选举也被普遍看做是挑战卢卡申科权

力的一次机遇。

    问:俄罗斯的立场如何？ 普京如何出招应
对局面？

答:在目前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白俄

罗斯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白俄罗斯已经是前苏联欧洲地区加盟共和国

中唯一还与俄罗斯保持较紧密关系的国家，

白俄罗斯周边的所有国家几乎全部加入了北

约，仅剩的乌克兰也在拼命争取加入北约。 在
部分驻德美军转往波兰之后，俄罗斯承受着越

来越重的北约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压力。俄罗斯
与白俄罗斯边境线离莫斯科只有大约 500公

里，1941年冬德国法西斯就是从俄白边境附
近的斯摩棱斯克附近开始了试图攻占莫斯科

的“台风”战役。可以认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面

对西方的生死之地，是最后的战略屏障。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一直与白俄罗斯谈

判两国更紧密的一体化进程， 卢卡申科一方

面需要保持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另一方面
也希望能够维护白俄罗斯和自己的独立地

位， 虽然谈判一直在进行， 但双方也时有龃
龉。 此次大选前卢卡申科就对俄罗斯颇有微

词， 甚至还逮捕了境内数十名据说是俄罗斯
雇佣军的俄罗斯人。 但对俄罗斯而言，无论与

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还
是不希望出现“第二个乌克兰”，不能允许白

俄罗斯脱离俄罗斯的影响成为西方的势力范
围则是其战略底线。 对卢卡申科而言，与俄罗

斯之间的矛盾是利益多少的问题，但到了关键
时刻，俄罗斯还是唯一能够支持自己的力量。

因此，白俄罗斯国内动荡一起，卢卡申科
就几次致电普京希望获得支持。 8月 16日，普

京表示俄白联盟不容破坏， 莫斯科愿意在白

俄罗斯请求时提供“全面援助”。 同时俄罗斯

也对美欧一方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普京
在与法德及欧盟领导人电话沟通时都主张尽

快解决白俄罗斯问题， 但强调俄罗斯不允许
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8月 25日，俄外

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美国第一副
国务卿比根时强调， 俄方认为无论是欧安组

织、欧盟还是其他邻国，任何第三方都不能从

外部介入影响白俄罗斯的领导和人民， 白俄
罗斯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如何进行全民对话以

及如何克服目前的困境。 俄方也不能容忍试
图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和政治施压， 从而破

坏白境内建立政府和民众开展互敬互重对话
的进程。 拉夫罗夫还告诫美国和欧盟不要以

任何形式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包括一些国家
公开号召进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1

2 出于地缘政治考虑 西方国家频频施压

力保最后战略屏障 普京愿意全面援助3

?卡申科去留与否 取决于国内外博弈4

?势动荡 白俄罗斯向何处去？


